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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表检验用于交通事故死因鉴定的可靠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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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在交通事故的死因鉴定中采用尸表检验的价值。方法：选择 2023 年 4 月到 2024 年 4 月期间在本单位登记信息的 40 例交
通事故死亡案例，全部通过尸表检验进行死因鉴定。以最终死因鉴定意见为金标准，将尸表检验的鉴定结果与其进行对照，对比二者之间
的差异性。结果：尸表检验的死因鉴定结果与最终死因鉴定意见之间仅有 37.5%的符合率，误诊漏诊率为 47.5%，另有 15%死因无法确定。
结论：单纯尸表检验在交通事故死因鉴定中价值有限，可结合其他方法来提高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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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交通行业的不断发展，车辆的数

量显著增加，随之而来的交通事故数量也大幅度升高。
对于交通事故致死者，必须要进行死因鉴定，以明确其
死因和死亡方式，为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后续的赔偿提供
依据[1]。目前，对于交通事故死因鉴定，主要有现场勘查、
外表检验和系统解剖等方法，其中外表检验主要是通过
观察体表和骨骼的损伤情况来分析死因，其优点是直接、
迅速，缺点是可供参考的信息不够全面，因此尸表检验
用于交通事故死因鉴定的可靠性有待进一步证实[2]。本文
选择 2023 年 4 月到 2024 年 4 月期间在本单位登记信息
的 40 例交通事故死亡案例，试分析在交通事故的死因鉴
定中采用尸表检验的价值。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择 2023 年 4 月到 2024 年 4 月期间在本单位登记

信息的 40 例交通事故死亡案例，具体资料为：（1）性别：
男性 30 例，女性 10 例；（2）年龄：最小者 18 岁，最大
者 86 岁，均值为（52.79±10.08）岁；（3）从死亡到检
验时间：最短 1 小时，最长 15 小时，均值为（8.28±1.07）
小时。纳入标准：（1）死亡原因均为交通事故：（2）能
够追溯到尸表检验死因鉴定的初步结果；（3）以下几项
中至少追溯到 1 项：尸体解剖、尸体计算机断层扫描和/
或尸体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造影在内的尸体断层影像学
检查；（4）最终可判断出明确死因。排除标准：（1）其
他原因导致死亡者；（2）死者家属不同意进行死因鉴定
者；（3）尸体毁坏过于严重导致无法进行尸表检验者。 

1.2 方法 
首先，需要尸检人员抵达现场，在未移动尸体的前

提下通过拍照、书写等方式记录尸体的位置、姿态，随
后对尸体的衣着进行观察，详细记录衣物的材质、图案、
尺码、品牌、款式、类型、附带的饰物等信息，如果衣
物有口袋，其中装有物品，也应该详细记录，必要时提
取并保存到专用的容器中。对于表面存在血迹、油渍、
油漆印记的衣物，存在不属于尸体本人的纤维、毛发及
橡胶等其他组织，需要分别提取与保存起来，并记录好
形态和所在位置，注明新旧。随后，记录好表面信息后，
为尸体脱去全部的衣物，为其全身拍摄照片，特别是头
面部、背部、腹部，并记录其身高、体质量、尸温(肛、
肝、脑等)与环境温度，评估尸体生前的发育状况，判断
其有无营养不良；如果已有尸斑形成，则应观察并记录
尸斑的位置、颜色、面积；如果已有尸僵形成，应观察
并记录尸僵强度；如果有尸体痉挛存在，需要记录、拍
照其形成情况及形态。最后，对头面部、颈部、胸部、
腹部、背臀部和四肢部的详细检查。例如，需要检查头
颅的出血、变形程度和缺损状况，颜面部的生理特征及
损伤程度，眼、耳、口、鼻的生理特征、生前是否存在
病理改变、死后的改变情况。 

1.3 评估指标 
以最终死因鉴定意见为金标准，将尸表检验的鉴定

结果与其进行对照，对比二者之间的差异性。 
1.4 统计学分析 
选择统计学软件 SPSS-19.0 进行数据处理，计数数

据“n（%）”检验卡方值。 

2 结果 
尸表检验的死因鉴定结果与最终死因鉴定意见之间

仅有 37.5%的符合率，误诊漏诊率为 47.5%，其中包括 Ia
类严重误诊占比为 7.5%，Ib 类严重漏诊占比为 7.5%，IIb
类部分漏诊占比为 32.5%，另有 15%死因无法确定。 

3 讨论 
尸表检验主要通过对尸体的衣着、皮肤和各外部器

官进行检查和化验来分析其死因，由于该鉴定方式通常
是在不破坏尸体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检查，获得的信息
有限，缺少直接证据来揭示尸体内部的损伤或病理变化，
因此检验结果可能出现偏差；并且，检验者的专业水平、
检验过程中的规范性、现场环境的干扰等因素也会影响
检验结果的准确性[3]。与之相比，最终死因鉴定意见则是
通过尸体断层影像学检查或/和尸体解剖来了解尸体内
部血管、脏器组织的损伤情况，因此能够获得更多、更
直接的证据来判断死因[4]。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尸检人员
通常按照直接检验尸表、寻找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分
析死因的顺序来进行死因鉴定，这种模式下尸表检验能
否高度敏感地发现间接证据直接关系到论证结果是否准
确，如果尸表检验发现的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不是等价
的，仅凭尸检人员主观认定，那么将会影响到尸检结果
的准确性[5]。本文以最终死因鉴定意见为金标准，将尸表
检验的鉴定结果与其进行对照，结果显示尸表检验的死
因鉴定结果与最终死因鉴定意见之间仅有 37.5%的符合
率，误诊漏诊率为 47.5%，另有 15%死因无法确定，可
见尸表检验用于交通事故死因鉴定的可靠性较为一般。 

尸表检验在交通事故死因鉴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其可靠性直接关乎案件公正处理和社会法律秩序
的维护。随着未来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交通方式的日益多
样化，交通事故的复杂性也将不断增加，这使得尸表检
验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未来社会中，随着
科技的发展，尸表检验技术也将不断更新和完善，从而
提高鉴定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随着人们对法律公正
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尸表检验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将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加强对尸表检验技术的研究和
培训，提高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对于保障交通事故死
因鉴定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尸表检验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不容忽
视，其可靠性的提升将有力推动交通事故死因鉴定的准
确性和公正性，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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